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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破裂的诊断及治疗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胸外科，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摘 要】目的 总结食管破裂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从而提高该病的诊疗水平。方法 收集2016 年1月至

2021年3月收治的28例食管破裂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28例食管破裂患者，住院时间14~63 d，手术治疗23例，保守

治疗5例；26例治愈出院，死亡2例。结论 手术修补是治疗早期自发性食管破裂的首选方法，异物引起的食管破裂

以保守治疗为主，营养支持、充分引流和控制感染是治疗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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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管破裂是一种严重的外科急症，虽然发病率

低，但病死率高，早期的准确诊断及合理的外科手

术和及时充分的营养支持是治疗的关键。根据其

病因分为自发性食管破裂、异物性食管破裂和外伤

性食管破裂。自发性食管破裂的发生多与暴饮暴

食、饮酒后呕吐及其他原因引起的餐后呕吐有关。

起病急，呕吐后即刻出现剧烈胸痛，呼吸困难，可伴

上腹痛，常被误诊为急性心肌梗死、上消化道穿孔、

急性胰腺炎等，病死率高、治疗困难，多需手术治

疗。异物性食管破裂，患者有误食枣核、鱼刺、禽

类骨片及金属异物等，损伤部位多位于上段食管，

本病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极易误诊及漏诊，多数

可经保守治疗治愈。外伤性食管破裂罕见。现回

顾分析我院近5年收治的28例食管破裂的患者，

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以提高本病的救

治水平。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2016年1月至2021年3月我科收治食管破裂患

者28例。其中男性23例（82.1%），女性5例（17.9%），

年龄17～82岁，其中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是41～65

岁，约占50.0%。

1.2 病例情况

自发性食管破裂15例，男性13例，女性2例；年

龄17～55岁。其主要临床表现为呕吐后剧烈胸腹

痛伴有发热、心动过速、伴有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

及颈部皮下气肿。其发病至就诊时间为6 h~4 d；确

诊的方法为：胸腔闭式引流术发现食物残渣，或者

胸部CT及上消化道碘油造影；愈后情况：14例治愈

出院，死亡1例。

食管异物致食管破裂12例，异物主要为枣核、

骨头、鱼刺、金属异物及假牙，其中男性9例，女性3

例；年龄42～82岁。发病至就诊时间为3 h～5 d。

主要症状为吞食异物后胸痛，颈部疼痛肿胀，发

热。异物引起的食管破裂瘘口往往较小，破口位于

颈部或者胸上段，起病隐匿，大多数病人治疗以保

守治疗为主。部分患者去除异物后出现局部纵膈

脓肿，持续发热。手术治疗的主要目的是引流脓

液，减轻感染中毒症状。手术的主要方法是局部切

开引流，可使用胸腔镜切开纵膈胸膜，促进感染物

质排出；颈部脓肿可以行颈部脓肿切开引流术。有

3例患者局部引流后纵膈仍然存在脓腔，介入引导

下放置了经鼻纵膈引流管后诊治明显改善。所有

患者均需放置胃肠减压及十二指肠营养管，经禁

食、抗感染及和营养支持治疗，其中11例治愈出院，

1例死亡。

外伤导致的食管破裂1例，男性51岁，因车祸

导致多发肋骨骨折，血气胸，经胸腔闭式引流术后

诊断为食管破裂，给予Ⅰ期手术修补后治愈出院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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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诊断方法

2.1 病史及临床表现

该病的患者有暴饮暴食和酗酒呕吐史；常伴有

急性胸痛、上腹痛、呼吸困难、发热、颈部皮下气肿、

颈部脓肿、心动过速，甚至呕血低血压休克症状。

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为Barrett三联征即呼吸急促、腹

肌压痛、颈部皮下气肿（见表2）。

2.2 影像学表现

该病具有诊断价值的检查结果有：（1）在胸腔

闭式引流液中发现胃液或者食物残渣，本组有2例

患者出现此症状；（2）行消化道碘油造影可见造影

剂漏入纵隔和胸腔；（3）胸部CT可见颈部皮下气肿

及纵隔气肿、纵隔内液平、纵膈增宽内有脓肿形成，

可伴有胸腔积液和气胸；（4）对于自发性食管破裂，

胃镜的检查慎用，因消化道穿孔为胃镜检查的禁

忌，本组自发性食管破裂患者均未使用胃镜确诊；

对于异物性食管破裂目前大多数食管异物可经电

子胃镜取出，胃镜是其确诊是否存在食管破裂的主

要手段（见图1，表2）。

3 治疗方法

3.1 手术治疗

自发性食管破裂15例均行手术治疗，手术方式

为开胸食管破裂修补术、纵膈引流管置入术、胸腔

镜脓胸清除术。其中9例患者行Ⅰ期缝合治愈出

院，5例发生再“漏”后保守治疗出院，1例患者因破

裂时间长，存在包裹性脓胸，行胸腔冲洗引流、抗感

染以及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持续发热，行胸腔镜脓胸

引流术并放置纵膈引流后治疗63 d好转出院。

食管异物引起的食管破裂3例出现颈部及纵膈

脓肿，行颈部及纵膈脓肿引流术治疗后好转出院，

2例行胸腔镜异物取出瘘口修补术，2例行胸腔镜脓

胸清除术及纵膈引流术，5例行胸腔闭式引流术。

病例特征

病因

自发性

异物性

外伤性

性别

女

男

自发性破裂治疗方式及愈后

手术

再瘘

治愈

死亡

异物性破裂治疗方式及愈后

手术

保守

治愈

死亡

外伤性

手术

治愈

例数

15

12

1

5

23

15

5

14

1

7

5

11

1

1

1

构成比（%）

53.6%

42.9%

3.5%

17.9%

82.1%

100.0%

33.3%

93.3%

6.7%

58.3%

41.7%

91.7%

8.3%

100.0%

100.0%

表1 食管破裂患者的一般资料[n（%）]

自发性食管破裂

异物性食管破裂

外伤性食管破裂

症状及特征

胸痛8例

发热13例

呼吸困难9例

上腹痛3例

颈部皮下气肿3例

呕血1例

心动过速9例

发热12例

颈部脓肿3例

呕血1例

心动过速7例

低血压、右侧胸痛、
呼吸困难、心动过

速、高热

影像学表现

胸腔积液5例（右
侧4例，左侧1例）

气胸1例（右侧）

纵隔气肿7例

腹腔积液1例

纵膈增宽8例

纵膈积液4例

心包积液2例

纵膈脓肿10例

纵隔气肿11例

胸腔积液4例

心包积液2例

主动脉夹层1例

右侧液气胸，肋骨
骨折，纵膈增宽

表2 症状特征及影像学表现

图1 1、2为纵隔气肿，3.纵隔气肿肺不张胸腔积液，

4.食管增粗旁边可见积气影，5.腹腔积液，6.肺不张胸腔积液。

·· 397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Aug. 2022 Vol. 44 No.4

外伤导致的破裂1例，男性51岁，因车祸导致

多发肋骨骨折，血气胸，经胸腔闭式引流术后可见

食物残渣及恶臭的液体引出，诊断为食管破裂，给

予手术治疗后治愈出院（见表3）。

3.2 保守治疗

食管异物5例患者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的主

要方法是胃肠减压、空肠营养、抗感染。4例患者治

愈，1例患者取出异物2 d后出现呕血死亡，死亡原

因为食管主动脉瘘。

4 结果

28例食管破裂患者，住院时间14~63 d，手术治

疗23例，保守治疗5例，死亡2例。其中死亡2例，

1例为自发性食管破裂，术后顺利出院；出院后29 d

突发呕血，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一例为异物引起的

食管破裂，并发主动脉损伤，死亡原因为食管主动

脉瘘。其余病例均无严重并发症，痊愈出院。

5 讨论

食管破裂是严重的外科急症，病情发展快，病

死率高，目前对于手术时机、手术方法国内尚无统

一的治疗方案，下面通过我院的治疗情况，分享治

疗经验。

5.1 诊断

食管破裂早期诊断是关键，研究表明从发病到

确诊的时间越短，Ⅰ期愈合的概率越高。病史及症

状对食管破裂的诊断非常重要。患者有剧烈呕吐

病史，或有进食骨头、枣核、金属异物等尖锐物品

史[1]；其典型的临床表现为Barrett三联征即呼吸急

促、腹肌压痛、颈部皮下气肿。但出现典型临床表

现的患者不足40%，往往早期症状不典型，极易漏

诊及误诊，容易错过最佳的手术时机。如患者有异

物史同时存在Barrett三联征一种表现后就应高度

警惕为食管破裂。目前诊断的主要方法是胸部CT

和上消化道造影并结合临床表现，对于破口大于1 cm

的患者胃镜使用要慎重[2]。自发性食管破裂其CT

的影像有一定的特征性，常表现为纵膈积气、纵隔

水肿、纵膈积液、液气胸、椎旁液气平，部分破口大

可表现为食管的连续性中断。在CT检查前口服造

影剂可帮助确诊，避免口服钡剂，应口服复方泛影

普安，使用钡剂会造成胸腔内二次污染且钡剂不易

吸收影响治疗后疗效评估，其CT表现为造影剂外

溢到纵隔内及胸腔内。螺旋CT对于食管破裂的诊

断及鉴别诊断极其重要，不仅可以与主动脉夹层、胸

膜炎、自发性气胸、肺炎等疾病相鉴别而且可以快速

评判食管破裂的严重程度，缩短术前诊断的时间。

5.2 治疗方法

食管破裂的手术方式：自发性食管破裂的手术

方法为：（1）单纯食管修补术；（2）食管破裂修补加

带血供的组织局部覆盖缝合（可使用带蒂网膜、肋

间肌、膈肌），从而减少再瘘的发生；（3）无法修补的

可行I期食管切除颈部吻合术；（4）食管旷置，II期

食管重建术；（5）食管支架置入术。异物性食管破

裂的手术方式：（1）颈部脓肿切开引流术。（2）纵膈

胸膜脓肿切开引流术。手术方式根据病期不同、裂

口大小部位及身体状态等情况具体评判。

I期手术缝合治疗主要适用于破口发现早、瘘

口大难以愈合、胸腔感染轻、全身情况好的患者。

可行手术的时间窗极小，一般认为48 h内发现的破

裂，建议尽早手术治疗，分层缝合瘘口，确保粘膜层

对位良好，并使用胸膜、大网膜或者带蒂肌瓣覆盖

破口[1]。血供丰富的大网膜是理想的修补材料。彻

底清除胸腔内的感染物质，多数可以I期愈合，而把

握手术时机的关键在于早期、及时的诊断[1]。颈部

食管破裂患者全身中毒症状相对轻，病死率较胸内

破裂低，多主张保守治疗。自发性食管破裂患者往

往会导致胸内食管破裂，可引起难以控制的胸腔感

染、电解质紊乱、营养不良，甚至感染性休克，严重

者可引起患者死亡，多选择手术治疗[2]；自发性食管

破裂患者如全身状态差，有明显感染性休克及败血

症的情况手术风险高建议行胸腔闭式引流术后保

守治疗。有文献显示食管异物引起的食管破裂只

要可经过内窥镜取出者，90%以上的患者可经保守

自发性食管破裂

异物性食管破裂

外伤性食管破裂

手术方式

开胸食管破裂修补
15例

胸腔镜脓胸清除纵膈
引流术1例

颈部脓肿切开引流术
3例

胸腔镜食管异物取出
修补术2例

胸腔镜脓胸廓清纵膈
引流术2例

胸腔闭式引流术5例

食管破裂修补术1例

愈后

治愈9例再瘘5
例（死亡1例）

治愈1例

治愈3例

治愈2例

治愈2例

治愈5例

治愈1例

表3 手术方式及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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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治愈，即便手术也是选择局部脓肿引流；还有

学者认为只要确诊为食管破裂均应手术治疗，即使

不能I期愈合，也可将“大漏”变为“小漏”[2]，具体的

手术方法及时机还需进一步临床验证。结合本组

患者，治疗体会如下：治疗的核心是充分引流，及早

闭合漏口及充足的营养支持，同时手术“宜小不宜

大”，不能I期缝合者手术的目的主要是充分引流以

控制感染，经胸腔镜将纵膈胸膜切开并放置粗引流

管于破口处。保守治疗时经食管腔瘘口置入纵膈

引流管可充分引流，介入下放置纵膈引流管是一种

无创确切的方法，本组经手术后再次瘘的5例患者

均经介入下放置纵膈引流后愈合，有2例颈部食管

破裂未手术的患者经纵膈引流后治愈，其中有一位

82岁的患者。因此，经鼻介入下纵膈引流术安全有

效，可明显缩短住院时间。

内镜下治疗可作为食管破裂的辅助治疗方式

之一，目前有学者报道[3]出现食管异物后行内镜下

取出，发现食管破损后行内镜下破口夹闭，可缩短

住院时间，但仅限于无纵隔感染的患者，纵膈存在

感染的患者行内镜下夹闭会造成脓液无法排出加

重纵隔感染。因此，对于内镜下夹闭瘘口应该严格

把握时机。胃镜下腔内真空吸引术是一种新兴的

手术方法，用于治疗需要手术治疗的吻合口瘘和/或

穿孔。内镜下治疗更适合于病情的判断及营养管

和纵隔引流管的置入。对于自发性食管破裂的急

性期不建议行胃镜治疗。

本病治疗的基础是充分的营养，因感染和无法

进食，该病的患者都存在营养缺乏，所以应保证充

分的营养才能快速康复。本组营养给予的主要方

法是肠内、外营养联合。所有患者均放置了十二指

肠营养管及深静脉管，早期行肠外营养，逐步增加

肠内营养，此方法的优点是：早期肠外、内营养联合

应用，可使营养支持费用降低；卧床时间缩短；体质

量及白蛋白恢复的速度显著加快；还可以更好地控

制血糖；避免了单纯肠外营养引起的高血糖、胰岛

素抵抗等，同时还具备肠内营养的优点。肠内营养

的优势除体现在营养物质直接经肠道吸收、利用，

更符合生理、给药方便、费用低廉外，还有维持肠道

黏膜结构和屏障功能完整性的优点[4~6]。本组患者

使用肠内营养制剂，未发生高血糖及腹泻现象，但

发生过一次脱管现象，因食管破裂住院时间长患者

耐受鼻肠管差，空肠细管造瘘可能是一种更适合的

方法，可以避免误吸、返流及脱管风险，但其缺点是

创伤大，需要接受手术，会增加风险，故应在手术当

中评估，术后可能的带管时间选择合适的肠内营养

方式[7]。

5.3 死亡原因分析

本组死亡病例2例均为主动脉破裂出血，其中

1例因枣核刺破主动脉放置了主动脉支架，后期进

行了脓胸廓清术，放置支架1月后突发呕血死亡；

1例为自发性食管破裂，术后顺利出院，出院后29 d

突发呕血。2例患者死亡原因为均为食管主动脉

瘘。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是瘘口周围感染腐蚀主动

脉进而出现致命性出血，导致死亡，主动脉损伤是

严重的外科急症，其发生率低但起病凶险、治疗困

难，病死率极高。发生主动脉损伤后放置支架是一

种有效的方法[8，9]；手术中缝合主动脉破口并使用大

网膜覆盖修补可降低术后出血风险及病死率；更换

人工血管手术时间长、技术难度大、病死率高[10，11]。

食管破裂发病率低，但起病急、治疗困难。手术

是重要的治疗手段，但如何选择手术方法和把握手

术时机是患者能否获得良好预后的关键，充分的脓

肿引流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早期给予充足的营养[12]。

参考文献

[1]傅毅力.食管破裂的诊断与治疗[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

志，2015，31（5）267-269

[2]李建忠，赵锋，张晋，等.44例食管破裂患者的临床诊疗研

究[J].西南国防医药，2020，2（2）：131-133

[3]Kuwano H，Yokobori TH，Kumakura YJ，et al. Pathophysiology

of vomiting and esophageal perforation in boerhaave's syndrome

[J].Digestive Diseases and Sciences，2020，65（11）：22-32

[4]Yu G，Chen G，Huang B，et al. Effect of early enteral nutrition

on postoperative nutritional status and immune functi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esophageal cancer or cardiac cancer[J].

Chin J Cance Res，2013，25（3）：299-305

[5]茅腾，谷志涛，郭旭峰，等.食管鳞癌术后全肠内营养与早

期联合肠外营养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J]. 中华胸心血管

外科杂志，2019，6（4）：343-348

[6]Moran JM，Piedra LM，Garcia MT，et al. Peri- operative

nutritional support[J].Cir Esp，2014，92（6）：379-386

[7]徐文静，江宁，张倩，等.124例食管癌伴食管瘘患者的预后

分析及营养支持模式探讨[J]. 临床肿瘤学杂志，2020，11

（5）：999-1004

[8]邹文彬，邓豫，付向宁，等.分层缝合加带蒂大网膜包埋在

食管良性破裂修补术中的应用[J].临床外科杂志，2018，26

（9）：665-667

[9]Terrazas M，Marjon L，Geter M，et al. Esophagography and

chest CT for detection of perforated esophagus：what factors

（下转第403页）

·· 399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 2022年 8月 第 44卷 第 4期

舒适度，从而体现了较高的术后恢复质量。肋间神

经阻滞因其操作简单，失败率低，并发症少，对呼

吸、循环影响小，是胸科手术常用术后镇痛方式之

一。既往有研究表明，肋间神经阻复合多模式镇痛

对胸科手术具有良好的镇痛效果[15]，但肋间神经阻

滞只能阻滞肋间前支的部分传入神经纤维的传导，

而无法阻滞肋间神经后支、交通支及椎体前侧的交

感神经的传导，因此肋间神经阻滞具有局限性，可

能会出现镇痛不全[16]。本研究中，肋间神经组虽然

分别于术前切口处、术毕再次在切口及其上下两肋、

放置胸腔引流管肋间进行了多点肋间神经阻滞，但

其镇痛效果与 E 组比较仍较差，术后 PCIA 的按压次

数明显增多，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的使用量增加，

且拔管时间延长，由此说明硬膜外组在镇痛方面的

独特优势。

本研究在血流动力学方面未做统计，是因为所

纳入病例年龄在70 岁以下，ASAⅠ~Ⅱ级，术中采用

了目标导向液体容量治疗，血流动力学较稳定，所

以胸段硬膜外阻滞复合全身麻醉对于高龄、心肺功

能差的开胸手术患者早期恢复质量的优势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硬膜外阻滞复合全麻用于开胸手术

患者，不仅镇痛效果良好，且能明显提高术后早期

恢复质量，缩短住院时间，但远期的恢复质量还需

要大样本、多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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